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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了前辈大师的忘年交，
就读懂了海派油画百年来的不懈探索

海派油画大师陈钧德艺术与文献特展上，艺术家们的深厚情谊令人动容

正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海派油画大

师陈钧德艺术与文献特展， 引起业内外广

泛关注。 以新闻深度调查展开策展的这个

展览，占据整整四个展厅，从文献研究到筹

集展品再到整馆呈现，历经两年磨砺，也因

而颇具“可阅读性”。 展览最终呈现出的饱

满信息，早已超越单一的艺术家本身，更有

海派油画以及油画民族化百年来的不懈探

索，关乎城市的文脉，也关乎油画的发展。

现身此次展览的风景油画《大海、天空

和沙滩》和《灵隐冷泉寺》，即牵出理解陈钧

德艺术的重要线索。 41 年前，改革开放春

潮涌动之时， 陈钧德的这两幅作品曾出现

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刘海粟、颜文樑、关

良、陈钧德四人展，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

彼时的陈钧德还是 40 余岁的“小陈”，为何

会与比自己年长三四十岁、 早已德高望重

的刘海粟、颜文樑、关良同台办展？ 这得说

到陈钧德与多位中国第一代油画大师们深

厚的忘年交情，受到他们的亲授和言教，其

间也正藏着海派艺术的传承密码。

颜文樑是陈钧德的老师。 1956 年，凭

借对绘画的兴趣和钻研自学， 陈钧德同时

考上三所大学， 最终他选择了离家近的上

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在这所大学，他遇

到创办江南三大美专之一苏州美专的颜文

樑。求学期间，陈钧德最喜欢听的就是颜文

樑的课，曾回忆道“颜先生讲课像聊天，聊

着聊着，便将光影技法等知识说透了”。 听

得不过瘾， 陈钧德还常常跑去颜文樑家听

“故事”，有时也只是聊聊天，或者与先生一

起外出写生，替先生跑腿买买画具。此次展

出的颜文樑赠予陈钧德的油画 《九龙壁》，

印证了这段师生情谊。

陈钧德与刘海粟的缘分则更为传奇。

陈钧德当年是通过小妹的画友罗兆莲认识

刘海粟的， 罗兆莲是刘海粟太太夏伊乔的

弟子，日后又与陈钧德结为夫妻。在那段特

殊的历史时期， 陈钧德与刘海粟两家的私

交尤为密切，时常相约外出写生，也时常探

讨绘画的方方面面。 刘海粟美术馆馆藏的

一幅刘海粟无标题、 无落款日期的油画作

品， 在此次展览中被陈钧德家属提供的一

幅历史合照“考证”出：这是 1977 年刘海粟

与陈钧德同时、同地、同题创作的复兴公园

作品。此次展览中述说这段友情佳话的，不

仅有陈钧德与刘海粟首次“同台展出”的复

兴公园作品， 还有他们曾于上海大厦同一

角度所作的油画。 1978 年的一天，刘海粟

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完成油画《苏

州河之晨》《上海外滩》的房间刚刚腾出，陈

钧德便至此进行写生创作，其代表作《上海

早晨》《苏州河》正诞生于此。

若论给予陈钧德艺术最多启发的前辈

大师，不得不提林风眠与关良。陈钧德通过

一位同学结识了隐居于南昌路上一幢老宅

里的林风眠，常常带着自己的习作登门请

教。 林风眠的审美追求可以说影响了陈钧

德的一生。 一次，他在讲评作品的过程中，

不惜打碎一只石膏像提醒道 ：“艺术要给

人想象力！ ”由此，陈钧德感悟到艺术必须

“灵动、透气”。 从此次展出的陈钧德创作

于 1980 年代的 《家乡的河 》中 ，不难窥见

林风眠对其绘画风格的影响。 陈钧德与关

良的结识，是通过刘海粟。 日后他们私交

甚笃 ，一起谈论印象派 、野兽派便思绪飞

扬、手舞足蹈。 在长期的交往中，关良也向

陈钧德传授了不少画画的“秘密”。 这令陈

钧德一直感叹， 与关良无拘无束的言谈，

常常使他明白艺术创作中“何为想象、何为

自由”。关良书写的一幅“大胆创新”书法即

出现在此次展览， 那正是他给陈钧德画集

的寄语。

油画是西方舶来品，如何实现民族化，

令几代艺术家苦苦求索。 与颜文樑、 刘海

粟、林风眠、关良等中国第一代油画大师相

遇同行的经历， 让陈钧德在苏俄写实主义

之外找到海派油画突围的新路， 这是探索

东西方融合的现代主义绘画道路， 既带有

西方表现主义特征， 又凸显中国传统写意

的趣味。

1980 年举办的陈钧德与刘海粟、颜文

樑、关良共同举办的“四人展”，可被视为前

辈名家对于陈钧德的支持与提携， 也同样

意味着海派油画响亮的集体发声： 让艺术

回归自身面目，呈现纯粹的审美和情趣，这

是真正的中国现代派艺术。 彼时那次展览

被誉为“融冰之展”，吸引中外观众如潮水

般涌来。

日后， 陈钧德正是在接过第一代油画

大师接力棒的基础上， 以不懈的创新攀登

一座又一座艺术山峰，与赵无极、朱德群、

吴冠中等共同开创中国油画的又一个黄金

年代，同时教学相长，将艺术的火种进一步

传扬、燎原，其弟子辈中涌现出陈箴、俞晓

夫、周长江、张健君、黄阿忠等一批名家。

华美汉服“火”出圈，谁来为创意护航
今年汉服市场规模或破百亿元！全国首个综合性汉服版权中心在上海揭牌

689.4 万爱好者、 百亿元市场规模！

随着汉服文化逐渐由小众圈子走向大众

视野， 汉服热背后滋生的山寨跟风乱象

也引起关注，谁来为创意护航？ 今天，上

海汉服版权中心在东华大学揭牌。 这是

国内首个综合性汉服版权服务平台，凤

穿牡丹、橘色宝象花、金色云纹等首批汉

服纹样获得版权登记证书。业内评价，此

举将助推上海的创意设计产业高地建

设，为城市软实力注入时尚动能。

汉服到底有多热？ 艾媒咨询报告显

示，2020 年我国汉服爱好者的数量规模

同比增长 45%，达 516.3 万人。 2021 年

汉服爱好者规模预计将达 689.4 万人 ，

市场规模或将突破百亿元。 传统文化服

饰迸发的魅力感染了更多 Z 世代群体，

汉服原创品牌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蕴含

在汉服设计里的版权代表着原创核心竞

争力。但有从业者表示，由于缺乏知识产

权意识和维权经验，“一些原创作品刚上

架就被挪用图片、文案，正品销量有时反

而比不过山寨货”。

“汉服产业正由规模竞争向价值竞

争转变，尊重创新、加强版权保护愈发重

要。 上海创新探索汉服这一细分门类的

版权服务，为文化创意的生长护航，在国

内具有示范引领意义。”同济大学上海国

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许春明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谈到，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

著作权、商标权等，其中独创性元素是成

为判定可否获得著作权保护的重要因

素。 比如一些商家的汉服设计理念或纹

样灵感源于出土文物和古代书画， 后者

由于年代久远属于公有领域的素材，但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融入构思和技巧，

通过颜色、线条、图形等元素的搭配、取

舍进行独创性表达， 这些花纹与图案就

可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上海

汉服版权中心成立后， 相信能为更多从

业者及时‘科普’补上这一课。 ”

捕捉Z世代文化消费
诉求，汉服赛道火热背后
存侵权乱象

点开社交平台， 经常能看到汉服爱

好者们点花钿，描青黛，一袭襦裙霓裳，

曲裾轻舞……伴随“国潮”崛起，汉服

频频出圈———过去 3 年， 光是天猫平

台的汉服品类销售额增长就超 6 倍；

抖音搜索 # 汉服 # 话题， 相关内容累

计播放量高达约 566 亿次， 且持续走

高 ；在年轻人聚集的 B 站 ，相关视频

累计播放量超 17 亿次；微博 # 汉服 #

话题累计阅读量超 60 亿次……《唐宫

夜宴》《洛神水赋》《丽人行》 等刷屏级

古风舞蹈，更是为汉服大量圈粉。

根据互联网内容社区《国货向上》

观察，汉服文化近年来持续火爆，归根

到底，源于中国年轻 Z 世代文化自信

的回归。 中国是礼仪之邦、衣冠上国，

汉服的“仙”与“美”，有着深厚的文化

底蕴。消费需求的爆发，驱动了汉服产

业的快速成型，市场潜力巨大。但上扬

抛物线的背后，抄袭山寨、恶意跟风等

乱象令不少从业者头疼。

“有一些山寨店铺盗用我们商品

的图片，甚至连标题都直接挪用。乍一

看还以为是我们店铺，但发货地、店铺名

都是山寨的，这样就会误导消费者。 ”从

被汉服“圈粉”“入坑”到自己开店积累超

4.4 万粉丝，毕业于东华大学的新锐汉服

设计师孟玥岑道出不少“苦水”。 因原创

汉服制作流程长， 从绘制草图到制作成

品有时需要好几个月，为了控制成本，店

铺会提前发布即将上新的原创汉服样图

预售； 但一些山寨店铺会趁机盗用样图

抢先制作， 再用远低于正品的价格吸引

消费者。

发现山寨链接后， 孟玥岑向平台方

投诉过， 但认定流程繁琐， 屡屡碰壁，

“偷链接” 乱象仍难以杜绝。 这也是汉

服原创设计师群体面临的困境———汉服

的生产周期相对较长， 从款式设计、 打

板做样衣到最终的预售、 出货， 整套流

程走完起码需两个月。 但由于价格战、

出货速度等因素， 一些工期长、 出货慢

的正品汉服销售量还拼不过山寨店同

款。 在山寨店主们投机取巧行为中， 原

创汉服商家不光是利益受损， 也耗费了

大量时间成本。 做新中式服装和配饰为

主的设计师冯雯静发现： “有些商家倾

向于 ‘拿来主义’ 赚快钱， 真正研发技

术搞创新创业的少。 有时设计师需要一

边搞创作一边推广一边还要防盗版， 殚

精竭虑， 很难全情投入设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设计师兼卖家

告诉记者， 不少同行因缺乏基本的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 不清楚自己设计的纹样

图片或摄影作品可以主动申请原创保护

或进行版权登记，稍不留意，苦心经营的

汉服品牌就有可能被人“顺走”，一年损

失高达数百万元。 她列举了一些常见的

跟风手段———有的基于原创图案进行改

编，仅改动个别元素，其他照抄；直接挪

用原创商家设计的汉服面料， 甚至抢注

他人店铺名称、商标；盗用模特图片、产

品文案或标题“蹭热度”……长此以往，

原创者吃力不讨好， 抄袭者却赚得盆满

钵满，如果再缺乏有力的原创保护机制，

耐心做原创的人会越来越少， 创新积极

性也遭受打击。

还有汉服商家表示，在服装市场“快

时尚”的背景下，申请外观专利权的“性

价比”不高。往往外观审批周期最短也需

几个月，可能等申请下来了，这一批新货

的样图已经被盗版或卖完了。

从传统文化宝库中汲
取灵感，赋予现代美感的
创新表达

“要注意保存设计图稿完成时间、服

装的展出时间以及相关证据等。 ” 尚创

汇·东华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相关人士透露， 一些创业初期的汉服品

牌面临的困境是相似的， 针对种种维权

痛点， 上海汉服版权中心将为汉服设计

提供版权登记、 确权、 维权等专业化服

务，形成从创意设计到内容产品，从版权

认证到版权维护， 最终实现交易转化的

全流程承载平台。

其中， 汉服版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

容就是抓住汉服设计的“魂”———纹样与

图案的设计。 徜徉中国传统文化这座宝

库，从先秦彩陶文化、玉石文化和青铜文

化，到秦兵马俑、汉画像石、唐错金银、宋

瓷钧窑、元代戏曲和明清小说等，都是汉

服纹样与图案设计的灵感源泉。 东华大

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建勇谈到，汉

服通过历史遗存的再创造， 用当代语汇

进行再设计，将中华传统服饰从博物馆、

古籍中“请出来”，走进生活中。

目前东华大学上海国际时尚科创中

心为常州纺织博物馆定制了 24 件套传

统汉服 ， 其中一套的图案 “凤穿牡丹

图”， 原型出自唐代画家周昉笔下 《簪

花仕女图 》， 图中仕女按照唐制罗衫 、

长裙、 披帛三件套着高腰齐胸服饰， 绘

有田字菱纹 、 团花 、 白鹤 、 云凤等图

样， 为唐代服饰再现提供了重要创作素

材。 设计人员从轮廓的绘制到色彩的矫

正， 经历了数次学术文献、 古籍古画考

察和专家校对， 对传统服饰纹样元素进

行综合分析后， 融入现代设计理念， 赋

予传统元素以现代美感的创新性表达，

让传统纹样元素焕发新的生机， 形成具

有独创性的作品。

为了防止这些具有独创性的纹样被

抄袭， 该中心将这些纹样在版权管理部

门进行作品登记 ， 对登记时间 、 设计

人、 权利人等重要事实进行形式上的确

认和公示， 让其有了官方授予的 “出生

证明”。 有专家指出， 作品版权虽然自

创作完成时自动取得 ， 但对权利人而

言， 越早登记越有利于权利保护。 在进

行版权交易时， 可以作为证明材料让买

卖双方更安心和放心； 在发生侵权纠纷

时又可作为关键证据简便高效地初步证

明作品权属。

记者了解到，未来，该中心将牵头举

办汉服设计大赛， 吸引优质汉服文化资

源和原创力量汇聚上海， 构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中华传统服饰设计高地、 流行

趋势与新品发布高地， 助力上海推进世

界一流“设计之都”建设。与此同时，探索

打通汉服设计的版权价值链条， 建立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打

造具有文化底蕴的传统服饰设计产业生

态圈，擦亮上海文化品牌。

■本报记者 许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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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青春成长话题剧《机智的上半场》开播以来，

在微博、抖音等平台热播剧集榜均名列前茅。该剧采用

女性群像视角叙事，以每集一个单元话题的形式，讲述

了四个女孩在大学里的成长故事。 该剧因频频抛出社

会争议性话题、直击热点和痛点而受到关注，剧中不少

围绕原生家庭、亲密关系等命题展开的情节屡上热搜。

一方面，《机智的上半场》宿舍夜聊、背着宿管阿姨

偷偷煮火锅泡面等场景，勾起不少观众的大学回忆；另

一方面，剧情在“为爱放弃985”“公主病被治愈”“创业

者的理想主义”等话题间快速切换，尽管每集结尾都努

力落在正能量上，但由于细节、逻辑处理得较生硬，导

致作品离触及日常生活本质的真实还是少了些什么。

细节真实，“截取”当代女大学生生
活进行“缝合”

《机智的上半场》以大学校园为背景，前四集以每

个女孩的视角展开，展现了四个女孩鲜明的个性。夏朗

朗是顶着假小子外表的学霸， 富家女樊潇雨看似跋扈

其实很有义气， 娇滴滴的皇甫淑敏每晚都会和妈妈视

频通话，杨嘉倩是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老好人”。

不少网友都表示，《机智的上半场》对同学、舍友之

间相处的细节描写相当真实， 让人想到了自己的大学

生活。比如，军训时皇甫淑敏拜托夏朗朗帮她一起把衣

服洗了；宿舍里一共四个女生却有五个微信群；夏朗朗

暗戳戳与樊潇雨进行纸巾盒“地盘大战”，却因为对方

在她需要时递过来一张纸而拉近彼此距离；等等。

“当下的大学生，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他们

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哪些话题是现在的大学生还会感

兴趣的？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调研采访。 ”制片人卢林表

示，该剧聚焦新闻系专业，所以主创采访了很多新闻系

在读学生。剧集“截取”了现实中的大学生生活，再进行

“缝合”。只要样本足够丰富并赋予角色相应的特点，那

么屏幕前与剧中人年龄相仿的观众， 就很容易把一部

分自我投射到角色身上，从中获得一定的“真实感”。

抛出的话题频上热搜，但未触及日
常生活本质

事实上，《机智的上半场》播出至今，不少话题引起

网友的关注和讨论。比如樊潇雨与杨嘉倩在“我与闺蜜

爱上同一个人”后的处理等情节，成为微博热搜榜上的

“香饽饽”。 然而，话题性情节能登上热搜，并不意味着

故事就讲得十分出彩，反而暴露了叙事上的一些问题。

比如，夏朗朗是一个“文能看懂全英语、武能生活

全自理”的学霸，可她竟然为了一个高中暗恋对象放弃

985 大学，追随男生上了一所 211 大学。 这样的意气用

事在现实里并非绝无仅有， 但终究不属于大多数人的

青春，因此“为爱放弃 985”这一话题在当下仅限于热

搜榜。 这一集的尾声是温暖向上的———夏朗朗发现多

年来给自己打气的网友“海贼王”竟然是妈妈，而不是自己想象中的

暗恋对象。 可惜的是，这一小段温暖的剧情转折有些突兀，用网友的

话说“有突然拔高之嫌”。

可以看出，当情节以话题为支点时，更考验剧集创作者对角色走

向的把控能力———真正聚焦个体的生命经验和人生成长， 需要属于

人物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都更加合理。 近年来，《二十不惑》《机智

的上半场》这类话题剧确实达成了某些生活场景和细节上的“真实”，

但在对生活的现实逻辑及其精神价值的观照， 以及对话题性情节和

个体生存境况的调配比例、起承转合上，都还有值得提升的空间。

■本报记者 范 昕

新锐设计师从传统文化宝库中提取纹

样设计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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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展出的刘海

粟 《复兴公

园 》 （左 ）与

陈钧德 《复

兴公园雪霁》

（右），均创作

于1977年。

▲陈钧德布面油画《梦中的诗》。

荩陈钧德布面油画《山林云水图系列—夏梦清晓图》。


